
C02 剪子巷 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

编辑：张九龙 组版：颜莉

家门口养老，能否叫好又叫座

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话：96706 邮箱：qlwbjzx@163 .com QQ群：107866225

葛杠子头

看病找玩伴，离家不远就有好去处。近日，济南有社区推出“新款”日间照料中心，试点“医养结合”的社区养老。这这种模式
能不能适合济南这方水土，您愿不愿意把老人送去社区“托老所”，社区养老如何更吸引人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亲历：
儿女省心又放心
老人幸福有保障

@韩桂香：笔者的母亲出
院后面临康复与照料的困境，
公立养老院一位难求，民办养
老机构价格太高，找个保姆也
很难称心。因此，一直盼望着
家门口能有个日间照料中心，
白天送去、晚上接回，那样儿
女们省心，老人的晚年生活也
有保障。所以，笔者对医养结
合的社区养老很是看好，这是
有益的探索，也是“老有所依”
的基础保障。步入老龄化社
会，养老需求爆棚，很多老年
人患有慢性病，在养老院看病
不方便，医院里又不能养老，在
医院与家之间奔波又耗不起，
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无疑
是“及时雨”。

有了社区“托老所”
不怕退休寂寞孤独

@陈立新：老有所养，老有
所依，没有顾虑，健康快乐地安
享晚年，是所有老人的心愿。可
是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有好多
老人不得不独自生活，虽然衣
食无忧，却是寂寞孤独，更可怕
的是身体不舒服也不能及时就
医诊疗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可
以说是一件办到老人们心坎上
的好事，不仅会受到老人们的
欢迎，还会得到老人孩子亲属
的支持。我马上就要退休了，
如何过好退休后的生活，怎么
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，不至于
无所事事、精神空虚，是我经
常琢磨的实际问题，如果我们
社区也有这么好的医养结合
的日间照料中心，我会认真考
虑的。我想，这也是好多退休老
人的想法。

支持：
家门口养老
符合中国传统观念

@田华：在逐渐步入老龄
社会的当下，单纯依靠子女照
顾老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，毕
竟一个家庭往往会有四个老
人需要两个年轻人照顾，况且
年轻人也都有工作，需要养家
糊口、抚养孩子，让他们全身
心照顾老人显然是心有余而
力不足的。所以说，社会需要
接过照顾老人的“接力棒”，以
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。目前
社会养老机构主要是养老院，
但是，对于受着中国传统家庭
观念深远影响的济南人来说，
会有相当一部分老人不想离
开孩子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
家，如此一来，社区日间照料
中心的出现，正好满足了这部
分老人的需求，填补了这方面
的空白。

医疗养老相结合
实现养老最优化

@冯勇：“医养结合”应该
是将来老年人养老的理想模
式，但是能否取得真正的成功，
还需要时间来检验。如果“医养
结合”的模式取得预期的良好
效果，这样的“托老所”足可信
赖，那么，作为晚辈，我是非常
愿意送自己年近八旬的父亲母
亲去安度晚年的。“医养结合”
的养老模式是一种养老的社会
发展趋势，因为这种方式拥有
其它养老模式无法比肩的优
势，既能够实现养老的目的，又
能够对老人实施实时监护，解
决养老过程中的医疗问题，将
医疗、护理、养老、康复有机地
融为一体，体现了养老方式的
最优化管理。

担忧：
老人社交圈固化了
未必是件好事

@王锦南：社区养老虽好，
但老人的社交圈子就太小了。
要知道，既然是同一个社区的
老人，天天呆在一起，会不会腻
呢？老人的社交圈子局限于社
区，结交的朋友也就少了，眼界
也就小了，对老人的养老而言
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。因此，笔
者以为，社区养老能解决老人
的后顾之忧，但除此之外，也要
采取措施扩大老人的社交圈
子，多与周边社区养老机构开
展一些联谊活动，让老人有机
会结交社区之外的朋友。

听起来很美
得让百姓消费得起

@付秀梅：不能否认“医养
结合”代表了现代养老服务的
发展方向，但是“医养结合”首
先得让老人消费得起，不能光
想着设置诸如康复治疗室、空
调等高档豪华的设备设施，最
主要的还是要有普适性，要让
普通收入家庭的老人也能负担
得起。因此建议“医养结合”不
但要接地气，更要站在普通老
人的角度来定位。只有兼顾不
同的需求，兼顾不同消费能力
的老人，“医养结合”才能真正
惠及老人。

建议：
从头开始探索
许多细节待完善

@曲征：作为新生事物，济
南的日间照料模式还处于探索
阶段，许多问题还需要规范与
完善。比如，在收费标准上执行
什么规章制度，物价部门是否

应该对其收费予以规范。再比
如，在招收老人入住方面，采取
什么标准与措施；在日常照料过
程中，老年人出现突发事故或者
个人突发疾病等情况，如何确定
责任承担方，如何划分责任承担
比例等等。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
步确立严密的规章制度来规范，
并根据实际进一步完善。

真正以老人为本
才能叫好又叫座

@朱慧松：从外地情况来
看，类似这样的服务也曾出现
过叫好不叫座的局面，愿意接
受服务的老人数量不多，并没
有收到预期效果。出现这样的
问题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如一些
老人及其子女观念上没有转
变，有的日间照料中心受困于
资金、人手、场地等方面的限
制，提供的服务不够丰富和细
致，老人自然就不会买账了。而
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，有关方
面要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、深
入和人性化。如加大宣传力度，
让老人充分认识到社区养老服
务的优越性，打消他们的顾虑。
在此基础上，职能部门要把政
府扶持落实到位，同时做好相
关管理工作，确保日间照料中
心为老人提供可口的饭菜、丰
富的活动、贴心的服务。

医养结合理念好
变成现实有难度

@王朝：随着我国人口不断
老龄化，试点“医养结合”的社区
养老很有现实意义。但就目前的
情况看，要想真正实现“医养结
合”，还面临不少的困难，比如医
保报销、药品管理、行业资质等
诸多问题。对于大多数市民来
说，都认为医养结合仅仅就是把
养老院和医院结合在一起，或者

是社区医院里设置养老病床。有
关部门可以通过扩充现有社区
医疗机构、社区服务中心的综合
服务功能，使其成为既能够提供
医疗服务，也能够提供居家养老
服务的社区综合服务机构。同
时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推出为
老人送药上门、陪同就医的同时
上门护理等“定制服务”，满足个
性化需求。

养老人才缺口大
后续培养得跟上

@庄秋燕：据相关资料显
示，目前我国各地各级各类养
老服务人员数量共约100万人，
但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仅仅有30
万人，其中能够取得职业资格的
更是仅有5万人，这个数字对于
我国当下近2亿之巨的老年人来
讲无异于杯水车薪。因此，国家
亟需建立健全养老机构从业人
员的培训培养机制，不断提升这
支队伍的业务能力，提高他们的
薪酬待遇，壮大这支队伍的力量
和数量，并推行对现行养老机构
从业人员的培训政策，为从业人
员提供优质的继续教育和在岗
培训服务。

打油诗
@黄伟民

老有所依新思路，
社区开办“托老所”。
白天照料中心管，

晚上返回自家“窝”。
看病保健近咫尺，
结识玩伴唠唠嗑。
医养结合有依托，
居家养老好处多。

本期杠子头

【朱慧松】
通过对来稿质量、数量统

计,朱慧松获得了本期“杠子头”
称号,获得杠子头津贴1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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